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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基因的分子生物学》是以其作为《普通遗传学》第二版的配套教材为目的编写的。
全书分七章，第一章基因的结构及组织特征是对基因特征的概述，也可看做是全书内容的导论，以后
各章则是基因分子生物学的各论，包括原核生物基因表达及其调控、真核生物基因表达及其调控、基
因重组的分子基础和转座因子、基因表达与发育、基因与癌及对细胞增殖的调控、基因操作及其应用
等内容。
　　在编写过程中，我们尽可能引入了在基因研究方面的最新成果。
名词、术语尽量采用标准名词和《英汉生物学词汇》（科学出版社，1997）中收录的词条，但对少数
标准词汇中过时或错误的名词作了修正，如“operon”和“operator”在标准词汇中分别被译为“操纵
子”和“操纵基因”，本书则采用了孙乃恩、孙东旭、朱德熙编著的《分子遗传学》中的译名“操纵
元”和“操作子”。
有些名词如“dimorphicgene”、“cryptomorphicgene”、“chaperonin”等在上述词典中均无相应译名
，但在网络如“google‘’上均可查到英文名，它们在本书中则分别被译为“二型蛋白基因”、“隐
形蛋白基因”和“伴侣蛋白宁”等。
这些译法如果有误，待今后有了统一的名称后，再予以更正。
　　本书适合对遗传学基础知识要求较高的专业如生命科学、植物科学、动物科学、生物技术等专业
的本科生在修完《普通遗传学》内容的基础上进一步学习，课堂讲授按60学时分配为宜。
　　本书与《普通遗传学》组成一套系列教材。
参加此次遗传学系列教材修订工作的人员有山东农业大学王洪刚、南京农业大学马正强、中国农业大
学赵兴波、华中农业大学杨业华、华中农业大学余四斌，张天真、唐灿明、刘榜、储存艮、赵书红、
余梅仍是这套系列教材的编写成员。
　　虽然这套遗传学教材在结构和内容上都作了较大的调整和充实，但由于编者的水平有限，不足之
处在所难免，还望有关专家和广大读者提出宝贵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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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基因的分子生物学》体统阐述基因的结构、功能、调节表达机理以及基因突变、重组的分子基
础和基因的操作的基本理论与方法。
《基因的分子生物学》共7章，论述基因的结构特征与组织、原核生物和真核生物基因的调节表达、
基因重组的分子基础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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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5.3.3 基因治疗　　1990年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的科学家用ADA（腺苷酸脱氨酶）基因治
愈了一位ADA基因缺陷的4岁女童，掀起了基因治疗研究的热潮。
基因治疗（genetherapy）是指将人的正常基因或有治疗作用的基因通过一定方式导人人体靶细胞，以
纠正基因的缺陷或者发挥治疗作用，从而达到治疗疾病目的的生物医学新技术。
基因治疗的靶细胞主要分为两大类：体细胞和生殖细胞，目前开展的基因治疗只限于体细胞。
基因治疗目前主要是治疗那些对人类健康威胁严重的疾病，包括：遗传病（如血友病、囊性纤维病、
家庭性高胆固醇血症等）、恶性肿瘤、心血管疾病、感染性疾病（如AIDS、类风湿等）。
　　广义的基因治疗是指利用基因药物的治疗，而通常说的狭义的基因治疗是指用完整的基因进行基
因替代治疗，一般用DNA序列。
主要的治疗途径是体外基因治疗，即在体外用基因转染病人靶细胞，然后将经转染的靶细胞输入病人
体内，最终给予病人的疗效物质是基因修饰的细胞，而不是基因药物。
基因药物不但可用于治疗疾病，而且可用于预防疾病。
这类基因药物制作方法简单易行，发展迅速，新型基因药物不断产生。
现在大部分基因治疗临床试验都是体外基因治疗，即先从病人体内获得某种细胞（例如T淋巴细胞）
进行培养，在体外完成基因转移后，筛选成功转移的细胞扩增培养，然后重新输入患者体内。
这种方法虽然操作复杂，但效果较为可靠。
同时，科学家们也设计出直接往人体组织细胞中转移基因的体内基因治疗法，例如，1994年美国科学
家利用经过修饰的腺病毒为载体，成功地将遗传性囊性纤维化病的正常基因转入患者肺组织中，起到
治疗效果。
5.3.3.1基因疫苗法基因疫苗指的是DNA疫苗，即将编码外源性抗原的基因插入到含真核表达系统的质
粒上，然后将质粒直接导人人或动物体内，让其在宿主细胞中表达抗原蛋白，诱导机体产生免疫应答
。
抗原基因在一定时限内的持续表达，不断刺激机体免疫系统，使之达到防病的目的。
　　基因疫苗被称之为第三代疫苗，自1993年问世后，在短短的5年中发展迅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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